
C6-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(第一類) 

臺南市立菁寮國民中學 112學年度(第一學期)九年級彈性學習創意新農貌課程計畫(■普通班/□藝才班/□體育班/□特教班) 

學習主題名稱 
(中系統) 

行銷菁寮、特色推廣 
實施年級 

(班級組別) 
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( 20 )節 

彈性學習課程 

四類規範 
1.■統整性探究課程 (■主題□專題□議題)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設計理念 
互動與關連：藉由課程體驗學習及素養教育，深耕鄉土文化，傳承在地特色，翻轉傳統思維，注入創新元素，定位自己家鄉的

價值，進而回饋鄉里，行銷自己的家鄉。 

本教育階段 

總綱核心素養 

或校訂素養 

J-A2 具備理解情境全貌，並做獨立思考與分析的知能，運用適當的策略處理解決生活及生命議題。 

J-B2 具備善用科技、資訊與媒體以增進學習的素養，並察覺、思辨人與科技、資訊、媒體的互動關係。 

J-C2 具備利他與合群的知能與態度，並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。 

課程目標 

1. 使學生能夠具備認知在地文化的歷史、地理、族群的生活議題，產生研究與關心的相互連結，增進探究、思考及創意的發

展。 

2. 使學生能夠善用跨領域的課程統整，培育學生多元能力，結合知識及體驗，落實「做中學」的教育理念。 

3. 使學生能夠發展獨立思考、團隊合作、解決問題的能力，察覺自身的生活環境，落實素養教育，涵養與自然、人文、社會

的互動關懷。 

配合融入之領域

或議題 
有勾選的務必出現在

學習表現 

□國語文  ■英語文 □英語文融入參考指引 □本土語 

□數學    ■社會   □自然科學  ■藝術   □綜合活動 

□健康與體育 □生活課程 □科技 □科技融入參考指引 

□性別平等教育 □人權教育 □環境教育  □海洋教育  □品德教育 

□生命教育     □法治教育 □科技教育  □資訊教育  □能源教育 

□安全教育     □防災教育 □閱讀素養  □多元文化教育 

□生涯規劃教育 □家庭教育 □原住民教育□戶外教育  □國際教育      

表現任務 
須說明引導基準：學

生要完成的細節說明 

1. 能學得包裝、行銷與推廣在地文化及產業。 

課程架構脈絡圖(單元請依據學生應習得的素養或學習目標進行區分)(單元脈絡自行增刪) 

 

 

農業實際運作的狀況(一)
(8)

體驗農業加工品與實際操作

農業實際運作的狀況
（二)
(6)

1.透過農產加工品的知悉農業更多可能性
2.實際操作農產加工品

農業實際運作的狀況
（三)
(6)

1.透過農產加工品來創造出學校特色料理



C6-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(第一類) 

本表為第一單元教學流程設計/(本學期共三個單元) 

單元名稱 農業實際運作的狀況（一） 教學期程 第 1週至第 8週 教學節數 
 8節 

360分鐘 

學

習

重

點 

學習表現 

校訂或相關領域與 

參考指引或 

議題實質內涵 

社 1a-Ⅳ-1 

發覺生活經驗或社會現象與社會領域內容知識的關係。 

地 1a-Ⅳ-2 

說明重要環境、經濟與文化議題間的相互關係。 

英-J-B2 

具備聽、說、讀、寫的英語文素養，能連結自身經驗、思想與價值，運用多樣的字詞及句型，在多元情境中適切溝通表達及解決問題。 

學習內容(校訂) 透過【體驗農業種植與實際操作】，思考傳統與新興產業的共榮，找出傳統農村新發展。 

學習目標 體驗農業加工品與實際操作 

教師提問/學習活動 

學習評量/學習資源 

時間規

劃(節

數) 

教師的提問或引導 
學生的學習活動 

學生要做甚麼 

學習評量 

掌握關鍵檢核點，透過

什麼工具或形式＋要看

到什麼？ 

學習資源 

1 
1. 何謂農產加工品？請列舉三項 

2. 農產加工品是屬於哪一級產業？ 

透過課程資料了解農產加工

品 

分組報告 

分組討論與剪報 

實際動手做 

 

學校圖書館 

數位資料庫 

學習單 

1 
1. 農產加工品的法律規範是什麼？ 

2. 一般農民可以製作農產加工品來販售嗎？ 
蒐集農產加工品的相關規範 

2 
1. 什麼農產加工品比較適合我們學生製作？ 

2. 可以透過校園內的農作物製作農產加工品嗎？ 

蒐集農產加工品資料並構思

學生適合的產品 

2 
1. 水果醋要如何製作？ 

2. 水果醋的基本認識與了解 

選擇適當水果來製作水果醋

並找到水果醋的製作方式 

2 1.如何親手製作水果醋並且飲用 實際製作水果醋並且飲用 

 

  



C6-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(第一類) 

本表為第二單元教學流程設計/(本學期共三個單元) 

單元名稱 農業實際運作的狀況（二） 教學期程 第 9週至第 15週 教學節數 
7節 

315分鐘 

學

習

重

點 

學習表現 

校訂或相關領域與 

參考指引或 

議題實質內涵 

社 1a-Ⅳ-2 

說明重要環境、經濟與文化議題間的相互關係。 

綜-J-A1 

探索與開發自我潛能，善用資源促進生涯適性發展，省思自我價值，實踐生命意義。 

綜-J-C1 

探索人與環境的關係，規劃、執行服務學習和戶外學習活動，落實公民關懷並反思環境永續的行動價值。 

學習內容(校訂) 透過【體驗農業種植與實際操作】，思考傳統與新興產業的共榮，找出傳統農村新發展 

學習目標 
1. 透過農產加工品的知悉農業更多可能性 

2. 實際操作農產加工品 

教師提問/學習活動 

學習評量/學習資源 

時間規

劃(節

數) 

教師的提問或引導 
學生的學習活動 

學生要做甚麼 

學習評量 

掌握關鍵檢核點，透過

什麼工具或形式＋要看

到什麼？ 

學習資源 

1 
1. 如何製作水果冰棒 

2. 製作水果冰棒需要注意什麼？ 

知悉水果冰棒製作過程中的

事宜 

分組報告 

分組討論與剪報 

實際動手做 

 

學校圖書館 

數位資料庫 

學習單 

2 
1. 水果冰棒的實際操作要如何進行？ 

2. 水果冰棒實際製作 
實際製作水果冰棒 

1 
1. 稻米的加工品有哪些？ 

2. 米餅？米漢堡？飯糰？哪一個比較適合學生製作 

透過資料蒐集稻米相關的加

工品 

1 1.米漢堡要如何製作？ 實際製作米漢堡 

1 1.飯糰的實際製作 實際製作飯糰 

  



C6-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(第一類) 

本表為第三單元教學流程設計/(本學期共三個單元) 

單元名稱 農業實際運作的狀況（三） 教學期程 第 16 週至第 20 週 教學節數 
  5節 

225分鐘 

學

習

重

點 

學習表現 

校訂或相關領域與 

參考指引或 

議題實質內涵 

社-J-A3  

主動學習與探究人類生活相關議題，善用資源並規劃相對應的行動方案 及創新突破的可能性。 

藝-J-C1  

探討藝術活動中社會議題的意義。 

學習內容(校訂) 透過【體驗農業種植與實際操作】，思考傳統與新興產業的共榮，找出傳統農村新發展 

學習目標 1.透過農產加工品來創造出學校特色料理 

1 

時間規

劃(節

數) 

教師的提問或引導 
學生的學習活動 

學生要做甚麼 

學習評量 

掌握關鍵檢核點，透過

什麼工具或形式＋要看

到什麼？ 

學習資源 

1 
1. 知悉水果果醬的製作方式？ 

2. 水果果醬的基本認識 
構思水果果醬的配方 

分組報告 

分組討論與剪報 

實際動手做 

 

學校圖書館 

數位資料庫 

學習單 

2 
1. 水果果醬要如何製作？需要什麼材料？ 

2. 水果果醬要如何運用在日常生活中？ 
實際製作水果果醬 

1 1.水果果醬可以和水果醋一起飲用嗎？ 水果果醬與水果醋的搭配 

2 1.使用課堂上所做過的農產加工品製作料理（一） 實際端出可以食用的作品 

 

  



C6-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(第一類) 

南市立菁寮國民中學 112學年度(第二學期)九年級彈性學習創意新農貌課程計畫(■普通班/□藝才班/□體育班/□特教班) 

學習主題名稱 
(中系統) 

獨立研究、深入探討 
實施年級 

(班級組別) 
九 教學節數 本學期共( 12 )節 

彈性學習課程 

四類規範 
1.■統整性探究課程 (■主題□專題□議題)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設計理念 
互動與關連：藉由課程體驗學習及素養教育，深耕鄉土文化，傳承在地特色，翻轉傳統思維，注入創新元素，定位自己家鄉的

價值，進而回饋鄉里，行銷自己的家鄉。 

本教育階段 

總綱核心素養 

或校訂素養 

J-A2 具備理解情境全貌，並做獨立思考與分析的知能，運用適當的策略處理解決生活及生命議題。 

J-B2 具備善用科技、資訊與媒體以增進學習的素養，並察覺、思辨人與科技、資訊、媒體的互動關係。 

J-C2 具備利他與合群的知能與態度，並培育相互合作及與人和諧互動的素養。 

課程目標 

1. 使學生能夠具備認知在地文化的歷史、地理、族群的生活議題，產生研究與關心的相互連結，增進探究、思考及創意的發

展。 

2. 使學生能夠善用跨領域的課程統整，培育學生多元能力，結合知識及體驗，落實「做中學」的教育理念。 

3. 使學生能夠發展獨立思考、團隊合作、解決問題的能力，察覺自身的生活環境，落實素養教育，涵養與自然、人文、社會

的互動關懷。 

配合融入之領域

或議題 
有勾選的務必出現在

學習表現 

□國語文  □英語文 □英語文融入參考指引 □本土語 

□數學    ■社會   □自然科學  ■藝術   ■綜合活動 

□健康與體育 □生活課程 □科技 □科技融入參考指引 

□性別平等教育 □人權教育 □環境教育  □海洋教育  □品德教育 

□生命教育     □法治教育 □科技教育  □資訊教育  □能源教育 

□安全教育     □防災教育 □閱讀素養  □多元文化教育 

□生涯規劃教育 □家庭教育 □原住民教育□戶外教育  □國際教育      

表現任務 
須說明引導基準：學

生要完成的細節說明 

1. 討論傳統農業與現代產業的特色比較。 

2. 思考傳統產業的未來發展，融入生涯規劃課程。 

課程架構脈絡圖(單元請依據學生應習得的素養或學習目標進行區分)(單元脈絡自行增刪) 

」  

農業實體參訪
(6)

1.農村價值與體驗稻作生活。
2.思考人文與環境、土地互動的關係。
3.透過實際體驗與做中學，更加珍惜現有的生活培養謙和態度。

大膽創作玩創意
(6)

透過三年所學農業相關知識，創作出可代表學校的作品
以小組為單位構思並且分享創作出來。



C6-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(第一類) 

 

本表為第一單元教學流程設計/(本學期共二個單元) 

單元名稱 農業實體參訪 
教學期

程 
第 1週至第 6週 教學節數 

6節 

180分鐘 

學

習

重

點 

學習表現 

校訂或相關領域與 

參考指引或 

議題實質內涵 

社 1a-Ⅳ-2 說明重要環境、經濟與文化議題間的相互關係。 

綜-J-A1 探索與開發自我潛能，善用資源促進生涯適性發展，省思自我價值，實踐生命意義。 

綜-J-C1 探索人與環境的關係，規劃、執行服務學習和戶外學習活動，落實公民關懷並反思環境永續的行動價值。 

學習內容(校訂) 

了解在地環境、經濟、文化議題。 

鄰近農產加工廠參訪 

邀請農友分享 

學習目標 

1.農村價值與體驗稻作生活。 

2.思考人文與環境、土地互動的關係。 

3.透過實際體驗與做中學，更加珍惜現有的生活培養謙和態度。 

教師提問/學習活動 

學習評量/學習資源 

時間規劃

(節數) 
教師的提問或引導 

學生的學習活動 

學生要做甚麼 

學習評量 

掌握關鍵檢核點，透過什麼

工具或形式＋要看到什麼？ 

學習資源 

1 1.後壁在地農友分享（一），以稻米為例 認真聽講並撰寫學習單 簡報製作 

分組報告 

活動評量 

學校圖書館 

數位資料庫 

學習單 

1 1. 後壁在地農友分享（二），以雜糧為例 認真聽講並撰寫學習單 

1 
1. 後壁農產加工廠認識與參訪 

2. 米廠是如何將稻米製作我們一般所食用的米？ 
認真聽講並撰寫學習單 

1 
1. 分辨化學醬油與純大豆釀造的醬油的差異？以顏色為例 

2. 分辨化學醬油與純大豆釀造的醬油味道的異同？ 
認真聽講並撰寫學習單 

1 
1. 純大豆釀造的醬油要如何製作？ 

2. 日曝與陰乾的醬油要如何區分？ 
認真聽講並撰寫學習單 

1 
1. 醬油要如何運用在日常生活？ 

2. 華人是何時使用醬油作為調味料？ 
蒐集資料並完成學習單 

 



C6-1 彈性學習課程計畫(第一類) 

本表為第二單元教學流程設計/(本學期共二個單元) 

單元名稱 大膽創作玩創意 教學期程 第 7週至第 12週 教學節數 
6節 

270分鐘 

學

習

重

點 

學習表現 

校訂或相關領域與 

參考指引或 

議題實質內涵 

綜-J-C1  

探索人與環境的 關係，規劃、執行 服務學習和戶外 學習活動，落實公 民關懷並反思環 境永續的行動價值。 

社-J-A3  

主動學習與探究人類生活相關議題，善用資源並規劃相對應的行動方案 及創新突破的 可能性。 

學習內容(校訂) 
透過三年所學農業相關知識，創作出可代表學校的作品 

以小組為單位構思並且分享創作出來 

學習目標 完成作品 

教師提問/學習活動 

學習評量/學習資源 

時間規

劃(節

數) 

教師的提問或引導 
學生的學習活動 

學生要做甚麼 

學習評量 

掌握關鍵檢核點，透過

什麼工具或形式＋要看

到什麼？ 

學習資源 

1 各小組分組並且討論三年所學知識並且運用（一） 分組討論 
分組報告 

分組討論與剪報 

實際動手做 

 

學校圖書館 

數位資料庫 

學習單 

1 
各小組分組並且討論三年所學知識並且運用（二） 

農產加工品的分析與實際操作 
分組討論 

3 
各小組分組並且討論三年所學知識並且運用（三） 

嘗試創作各組作品（一） 
分組討論 

1 成果展 成果展 

 


